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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景观的生态美学价值评估1

柳伟平

【摘 要】：生态美学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因此包括合伦理性、合规律性，强调审美交融。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

合伦理性，体现于景观和城市的和谐共存，体现于西湖园林的“小中见大”的风格，也体现于鸢飞鱼跃的生机之美。

它的合规律性体现于传统园林的模山范水、因地制宜，体现于现代生态园林的以人合天：保护了连绵的山水和自然

栖息地，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同时依靠可再生能源。审美融交融则体现于西湖景观的两个意象体系：在“芳景如屏”

的意象体系中，西湖是游乐、欣赏的对象，物我之间还存在隔阂；在“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里，强调物我交融，

因此更具生态美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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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学为基础，将生态系统视为整体，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整个生态系统达到共生、共存、共荣

的和谐状态，既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也关注人类生存状态，致力于改善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

以“诗意栖居”取代“技术栖居”，从而达到审美化生存境界。正因如此，生态美学应当包含真、善、美三部分。

所谓“真”，就是合规律性，指按生态规律处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作为衡

量是否符合生态美的标准。其次，所谓“善”，就是合目的性。与传统的审美理论不同，生态美学非常重视伦理意识，认为“善”

（对生物圈中所有物种及其环境的爱护）是生态美的基础。最后，生态美学中的“美”，则强调“摒弃主客两分的传统审美模

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1]，使人的身心都得以自由，物我两忘，毫无隔阂，进而与世间万物相融为一

体。

生态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设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下简称“西湖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之作，

具有很高的生态美学价值，而且在生态城市建设中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值得仔细解读。

一、“天人合一”：杭州西湖景观的合目的性

“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相应相合，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中国人在楼宇建筑和园林营造

方面总以体现“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西湖景观的整体格局包括两个：一是“两堤（白堤、苏堤）三岛（小瀛洲、湖心亭、

阮公墩）”的景观格局；二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关系，由西湖水域与环湖群山、湖东城市沿湖景观共同组成。随

着城市发展，西湖景观逐渐融入到杭州城市结构之中，彼此相依相存，形成有机的城市肌理，所以西湖景观的核心气质就是“天

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共融、人文与自然的共融。

具体而言，西湖景观的“天人合一”精神体现于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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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合一”表现在景观和城市的和谐共存上

西湖作为天然潟湖，本来极容易堰塞以致消失。但通过人工治理，西湖一直保存至今，并成为景观，其作用也是逐渐变化：

起先作为蓄水湖泊，为城市提供饮水和灌溉；此后作为风景名胜，为市民提供游玩的去处；如今作为生态西湖，以其有机的生

态系统，改善了城市的人居环境，并成为市民心灵栖居和生态美育的场所。所以，西湖景观是自然系统与城市系统共生共荣的

杰出范例。

（二）“天人合一”体现于西湖园林“小中见大”的理念

西湖景观中的园林设计是在“以小观大”的观念指引下完成的，一石可代一山，盆池可代江湖，以塑造具体而微的景物，

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式，正所谓“葺茅如蜗庐，容膝才一丈。规园无四隅，空廓含万象”（杨怡《和章粢西园诗》）。这样，

人在园林中，就可以体察宇宙之运行。对于这种“芥子藏须弥”的风格，宗白华认为这当中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色”，他在

《中国美术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里写道：“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周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

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重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

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
[2]
在西湖景观中，诸多园林内部的楼阁亭桥虽小，但透过门窗，越过树梢，游人可以仰观宇宙之宏

大，俯察四时之烂漫。这样，小空间就融入大空间，阁楼就融入了天地，而游人身处其中，得到这样的审美暗示，自然也能与

宇宙相融了。

（三） “天人合一”体现于鸢飞鱼跃的生机之美

西湖景观中生灵众多，花舟、早木、虫鱼、鸟兽，展现出一派天人和谐的勃然生机。比如竹素园中则多竹，其淡泊、清高、

气质凌云，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品格。孤山多梅，其风姿高雅、清香隽永、凌寒独放，也让人们由衷喜爱。景观中常有白鸽飞起，

争啄游客喂食的玉米和面包树梢上偶尔会跳跃几只活泼的松树，在树干上停住，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盯住游客只是看；水里更

是游着千万条锦鳞，使湖面显得生气勃勃。当人们喜爱这些生灵，将它们视为好友、知音，自然不会去侵扰、伤害它们，而是

会对之关怀备至。这种情怀向前延伸，就会善待自然，善待生命，乃至善待地球。这就是生态审美教育的意义所在。

二、“道法自然”：杭州西湖景观的合规律性

所谓“道法自然”，在景观构造中，主要是指能尊重生态规律，以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为原则，正确处理景观

与自然的关系。西湖景观能“道法自然”，通过模山范水、因地制宜以及理水技巧，贯彻了“法天贵地、假中见真”的生态美

学原则，使景观不仅源于自然，尊重自然，模拟自然，而且进一步做到了超越自然。

（一）传统园林的因地制宜

中国传统园林重视根据地貌形势来规划设计，布局利用天然地形，其主旨是：先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适当地加以保护

利用；再在这个基础上建筑园林，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在西湖景观中，西泠印社园林是因地制宜的典范。它居山而建，在自然山岩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亭台楼阁依山势而建，

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可见自然之巧；摩崖林立，墨迹纵横，可见人文之美。总体而言，它与湖山林木相融为一，堪称园林佳

作。

太子湾公园在设计中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点，“严格遵循山有气脉、水有源头、路有出入、景有虚实的自然规律和

艺术规律，设计秉承了中国传统自然山水园的创作理念，因山就势，巧妙地挖池筑坡，形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地形”
[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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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的主要水系源自西湖引水工程的明渠，水流往前，有时蓄成清澈的水潭，有时跌落成喧闹的瀑布，有时环水而成优美的绿

洲，并且在流水上设置轻灵的小桥，这都是因地制宜，使公园充满水之灵气。

而苏堤春晓、平湖秋月等著名景点则借助于湖面之浩淼而成景。郭庄的池沼更有典型性，其水体设计是以两宜轩为界，将

水面一分为二，一侧为一镜天开区域，一侧为静必居区域；当中流水互通，遂有隐约迷离且不可穷尽之感。

此外，灵隐寺借助于溪涧，一带流水曲折萦回，给人以源远流长之感，加上岸边的闲花乔木，表现出真实的野趣。理安寺

园林以九溪十八涧闻名，溪流中叠石做成跌水景观，于是绿树之间，一片涧水轻响，让游人内心宁静。此外，玉泉寺借用玉泉，

虎跑寺借助虎跑泉，都显得清幽而动人。

（二）西湖生态园林的“以人合天”

杭州在“西湖西进”工程中，利用湖西湿地优势，以人合天，建成数个“湿地生态公园”，使之成为环境净化的“绿肾”，

不仅形成优美的景致，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湖西公园湖水清澈，花木繁密，水草丰盈，颇为幽静，堪称西湖最美的部分。走在临水的原木步道上，但见幽林里水杉树

高大笔直，各种灌木挤挤挨挨，溪水蜿蜒而过，岸边花草斗艳，轻风吹动树叶和溪水，伴着嘤嘤鸟鸣，更有松鼠在林间自在跳

跃，真是自然活泼，浑然去雕饰。

除了景观之美外，湖西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这里靠近西湖群山，是西湖天然水源的必经之地，而湿地能有效地净化入

湖水体，从而控制污染、抵御洪水，并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之所，形成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从生

态功能分析，它有如下几个作用。

1.保护连续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

湖西景区的建成，使原来被西山路和建筑物所阻隔的自然山水得以重新相连，加上山水之间整修出的过渡带，使自然栖息

地得以完全，为多种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呈现出游鱼往来、水草青青的和谐之态。

杨公堤上是马路，有行车往来，自然会切断自然栖息地。作为补救措施，堤上设置六桥，而且恢复明朝时的拱形，沟通了

水系和自然栖息地。环壁桥沟通金沙港和曲院风荷公园，流金桥沟通两侧的水森林湿地，卧龙桥沟通茅家埠湖水和西里湖水面，

隐秀桥沟通茅家埠湖水和西里湖水面，景行桥沟通乌龟潭和鱼乐园，浚源桥沟通浴鹄湾和花港水系。同时，人行栈道凌空于湿

地植物之上，游走于绿树青草之间，保持自然过程的完整性，减少人工痕迹，不对生物自然繁衍发生干扰。

为了增加生物栖息地，湖西景区的驳岸设计可谓匠心独具。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地水面较大，其驳岸都采用缓坡入

水，让湖岸向水中自然延伸，缓缓入水，同时栽植各类植物，比如菖蒲、鸢尾等，既形成悦目的景致，也能吸引来自然界的各

种生物。

2.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湖西公园设计中，顺应自然条件，合理利用土壤、植被和其他自然资源，保留原生的、复杂的自然群落，并因势利导，增

加物种的多样性。同时充分照顾到生物的区域性，尽量使用乡土植物，并发挥其生态功能，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本土野生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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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对于维持湿地生态平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湖西湿地中，种植了莼菜、白睡莲、泽泻、浮萍、紫萍、中华萍

蓬草等漂浮植物与浮叶根生植物。它们能清洁水质、吸收矿物，为鱼类提供氧气、食物以及繁殖的场所，并吸引来昆虫、青蛙

等习惯于湿地环境的生物，使湖西湿地成为具有生生之美的生物乐园。

3.依靠可再生能源

在湖西公园设计中，充分利用降水和山中水源，对湿地植物进行滋养，不需要人工浇灌；充分利用自然的通风、日照，让

生态系统健康成长和自我维持，并达到良性循环。同时设计者也注重材料的循环使用，在湖西公园的游步道中，均采用原木步

道；桥梁除了保留原有的石桥，后加的步道也是原木的材质；驳岸的处理或借用卵石，或借用木桩，或是缓坡入水，都运用了

生态材料，能有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4.水体净化中人工结合自然

在西湖景观中，湖西湿地是运用自然之法对生态予以修复，另有一些生态湿地公园则采用了自然系统处理技术对水质进行

了修复。由于天然湿地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接触太多污染物会使它不堪重负，所以需要专门设计和建造湿地，让植物、微生物、

基质（即植物生长的土壤或砂砾）发挥作用，有时也要加入净化器械予以辅助，这也正是“以人合天”。

比如长桥溪水生态修复公园就兼顾了外在的景观美和内在的生态净化功能。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片充满野趣而又平静祥和

的水景，蜻蜓时而点水，时而飞舞，两岸夹长着茂密修长的芦苇和水草。而其实呢，它却是一个人工加自然的净水系统。溪水

流经“澄观亭”时，会被一个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初步净化。而后，溪水进入人工湿地，在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之间被吸收、

降解掉污染物质，再进入挹清池（多级曝气区），经过多级跌水，增加含氧量后，再通过浣碧池里各类植物的深度处理，水质

已变得相当清澈。最后，溪水在濯缨池进行沉砂调节，就达到了排入西湖的水体标准。

总之，西湖景观的营造遵循生态原则，遵循自然规律，最后使景观呈现出外在的自然美、内在的生态美，达到人工与自然

的相互融合，实现了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三、“审美交融”：杭州西湖景观的美育功能

程相占先生曾对生态审美与传统审美的区别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对于“审美”二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的解释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按这样的理解，“审一美”属于动宾关系，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欣赏和

领会，这是典型的主客两分思维。一般认为，主客两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与生态危机存在莫大的关联[4]。生态审美则超越

主客两分，达到主客相融，使人与万物建立亲和关系。

我们对西湖景观进行生态审美时，审美对象并非景观本身，而是景观与心灵交汇后形成的西湖意象。因为西湖景观经过千

年的欣赏，读解，提炼，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西湖意象。而后人亲历西湖景观，或者接触有关媒体（诸如诗词、绘画、影像），

耳濡目染，就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西湖意象，既能促使人陶醉于湖山之中，得到身心的舒放，又能培养一种对自然的亲近之意、

呵护之心。西湖意象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

杭州作为名胜，风景天下独绝，西湖“春则桃李呈芳，夏则芙蕖设色，秋则桂子施香，冬则白雪幻景，其雨既奇，其晴亦

好，白日固可游览，夜月尤属幽奇，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5]，于是西湖如画的形象深入人心。



5

白居易写过许多西湖诗，皆缠绵动人，着力概括西湖之美，如《春题湖上》更是其中代表：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诗中以“画图”为总评，再细写画图中的景物，使我们几乎疑心诗人已化身为画师，立在湖滨，铺开画纸，先是寥寥数笔，

勾勒出湖山格局，再用细腻的笔触，绘出松、月、稻、蒲，色彩鲜亮明丽，意象直观生动，又富有生活气息，使图画十分饱满

迷人。面对此画，诗人由衷地说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自然是“万千赞叹，尽此二句”（《唐七律选》）。

在白居易心目中，西湖这幅长卷中，意象丰富，而且都是大红大绿、明丽优美，甚至是有些浮艳的。而此后文人写西湖如

画，也都套用了这个意象体系，华丽艳冶，如龍翠，如明铛，色彩缤纷绮丽，让人由衷感叹，西湖真是个欢筵乐舞的所在。

而“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往前发展，就演变成“晴雨丽人”的意象体系分支。诗人们将清丽山水比作美女，有血有肉，

更显得亲近。在白居易《春题湖上》和《杭州春望》等诗中，出现了“青罗裙带”“草绿裙腰”等有女性特征的意象。此后的

文人游赏西湖，眼前的湖水、群山、绿岸、烟树、锦花，以及红袖翠衣、游船新曲，丰富的意象让人眼花缭乱，展开“西湖如

美人”的程式化想象，诉诸笔端的，是青罗裙、菱花镜、香奁、宝镜等女性化的妩媚意象。

（二）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

西湖山水一直盛行隐逸之风：葛洪在此修行，林逋在此隐居，西湖禅师行走于湖山之间，以丘壑意趣净化着尘俗之心。于

是在西湖新旧十景中，除了苏堤春晓、柳浪闻莺等热闹的景观夕卜，也有平湖秋月、云栖竹径、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清寒幽

静的意象。

可见，在文人雅士心里，西湖除了芳景与丽人之喻外，还有一个“西湖如隐士”的意象体系，称之为“林泉高致”。这个

意象体系的创造者，正是北宋林逋。他身处西湖山水之间，因为性情的缘故，虽然同样写青山绿水，却有别于白居易笔下的娇

艳绮丽，而着力于表现湖山的空灵幽逸。且来看这首《西湖》诗的额联：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

“僧眼碧”用典于《高僧传》“达摩眼绀青色，称碧眼胡僧”。一湖春水，在白居易眼里柔媚如女子，而在林逋看来，却

如达摩祖师之眼眸，清净而平和，超然于物外，有神秘的佛家色彩。后一句中，晚山呈现青色，这是实景，但林逋特意将青色

写成绘画专用的石青——“佛头青”，暗含僧侣佛像青色的头皮，更是别有一份禅意。再来读他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可望》：

底处凭阑思渺然？孤山塔后阁西偏。

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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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

寺、田、鸟、烟，宛如四幅风景画，色彩古朴简淡，展现出高僧端上人所居之环境。而这与诗人不慕荣利、潇洒物外的性

情相吻合。正因如此，他留连其中，决定等到冬日之时，再来这佛门圣地观赏漫天雪花。这首诗写的是西湖景致，算是游览所

见。

而他的《小隐自题》，写的就是他在西湖边的曰常生活。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

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诗中仙鹤本应忙于啄食，却临水久立，从容闲适之极。蜜蜂本应忙于采蜜，此刻却傭懒洒脱。这虽是写鹤、蜂，却显然是

写自己。因为唯有闲人，才能抱着一份闲心，恬然而长久地观赏那鹤、蜂的举止。全诗的情调惬意之极、轻松之极，笔法妙处

横生，充满了隐逸的高趣。

当然，林逋笔下的湖山除了幽寂之外，细节处又是充满生机的。他与湖山为友，日夜徜徉其中，就发现了大自然盎然的生

趣，由此获得身心的宁静与活泼。

昼岩松鼠静，春堑竹鸡深。——《湖山小隐（其二）》

草长团粉蝶，林暖坠青虫。——《小圃春日》

林逋简单地选用了眼前的意象，就写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境界，令人身心倶宁。

综合来看，林逋笔下的西湖，具有超脱冲淡、开阔幽邃、灵动野逸的特色，深具老庄意味，又有禅宗情趣。这样的西湖，

对于人们的身心都会有极大的抚慰。

（三）两个意象体系与生态审美

“芳景如屏”和“林泉高致”两个意象体系，一个热闹，一个宁谧；一个世俗，一个超逸。两者各自发展，并行不悖，使

西湖山水意象兼容并包，活泼中不失艳丽，艳丽中不失雍容，雍容中不失洒脱。

在曰常生活里，我们容易主客两分，将外在事物作为我们认识或利用的对象，于是人与物之间就有了一道间隔。陆象山曾

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象山全集》卷一）正所谓“误入尘网中”“久在樊笼里”，人被自隔于牢笼之

中，不自在，不自然，天性受到压制。

而人原本处在大千世界之中，与世界万物是一体，并得以逍遥而畅游，但一旦进入主客两分的思维框架中，人就被局限在

“自我”的有限空间里。而通过生态审美，可以超越自我，超越这道间隔，回归世界万物中去，从而得到人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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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来说，西湖“芳景如屏”的意象体系，就是一个良好的审美对象。只不过，当人们面对美景，想到的只是游乐，欣

赏，那么物我之间难免还有隔阂，并不能让人悠然宁静，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林泉高致”的意象体系，则能更好地体现出生

态美。因为生态美学观将人与自然放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之中，文人在山水中陶然自醉，又追求大自然的清幽澄静，使人与自然

交融，达到无我、不隔的境界，获得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愉悦。他们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如同朋友和对话，认为“自然界万事

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乃至于山脉、大河、岩石等无生命的物体，统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自身内

在的审美价值”[6]，都应当获得重视与呵护。

如今，坐在西湖之滨，人们虽未必生归隐之心，但看到远处云山澹澹，起伏连绵，雷峰塔、保俶塔静静挺立；湖岸高树林

立，草木葱茏；开阔的水面上，烟水浩淼，游船往来，偶有鸥鹭振翅掠过，好似一帧水墨山水长卷，意境开阔，令人内心澄净，

于目游神移之中，感受湖山气韵，体验自然与人的和谐，真是极美的感受。

四、结 论

近代中国城市景观公园设计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以整齐为美，追求视觉的冲击，盲目追求名贵树种，不惜斥重金引入外

来树种，或是植被种类较为单一，不仅没有良好的生态净化、生态修复功能，反而破坏自然环境。

西湖景观奉行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观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物质能源循环利用，重视场地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生

态处理技术，促进生态、经济、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它既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也有很高的生态审美价值，同时能对

市民、游客进行良好的生态美学教育。因此，西湖景观建设是杭州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于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也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值得总结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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